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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共产党创建和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，从1927年8月1日

南昌起义到今天，已度过了60多个春秋。这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

务为唯一宗旨的军队，在夺取政权和保卫政权的斗争中，从胜利走向

胜利，不断成长壮大，在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道路上奋勇前

进，已成为保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钢铁长城，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，

量。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，这支人民军队积累了丰富的建军与作战经

验，形成了自己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，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

科学理论——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

结合的毛泽东军事思想。这是中国共产党人、无数革命先烈、人民军

队广大官兵和亿万人民群众集体智慧的结晶，是中国人民极为宝贵

的精神财富。毛泽东、周恩来、刘少奇、朱德等老一辈杰出领导人和无

数革命先烈，对人民革命武装斗争的伟大功勋和建树，将永垂中国人

民解放军的史册。

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60多年来，积累了极其丰富的历史资料。

过去对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缺乏全面、系统的整理，影响了对中国人

民解放军历史的研究和宣传。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批准编纂出版的

《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》，力求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，遵

循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，全面、完整、系统、准确地汇集人民解放军在

各个革命历史时期的重要战役、战斗和军队建设中重大问题重大事7

。 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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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的历史资料，并对重要史料认真进行考证和核实。这套丛书的出

版，将为研究和宣传人民解放军的历史，研究中国革命战争，研究毛

泽东军事思想，研究国防现代化建设，提供重要的依据；也为向军队

干部战士和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、革命英雄主义和光荣传统教育

提供重要参考资料。

《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》分若干卷，每卷分别由综述、历

史文献、回忆史料、大事记、表册、图片等部分组成。中共中央军委批

准由周克玉、徐信、刘明璞、姜思毅、钱抵干、邵华泽、程建宁组成中国

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，在中央军委领导下，统一组织

领导全军历史资料丛书的编审工作。许多身经百战的高级将领亲自

主持编纂工作。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、各军区、海军、空军和国防科

工委、军事科学院、国防大学等单位，领导和参加了有关卷册的编审

工作。这套丛书还得到了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与配合，一

些中共党史、军史工作者、专家协助审阅了部分书稿。选编不当和疏

漏之处，请读者批评指正，以便再版时修订。

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

1989年10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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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4军，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

战争，国共两党实行第三次合作的形势下，由南方8省14个地区红

军游击队改编组成的一支人民军队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新四军

挺进华中敌后，紧紧依靠人民，开展游击战争，与正面战场相互配合，

使侵略者腹背受敌，顾此失彼，粉碎了日军“速战速决’’、“以战养战"

的战略企图。特别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，敌后战场成为抗日

的主要战场，活动于华中战场的新四军和华北战场的八路军及其他

人民武装是抗日的主要力量。在八年抗战中，新四军在斗争中成长壮

大，从最初的万余兵力，发展到拥有主力2l万余人，地方武装9．7万

余人，民兵自卫队96万余人，共光复国土25．3万余平方公里，在苏、

浙、皖、豫、鄂5省建立了8个抗日民主根据地。最多时抗击和牵制了

16万日军，23万伪军。新四军为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

的伟大胜利，作出了重要的贡献：。，．‘o z-t

、

二

。

新四军坚持敌后抗战的丰功伟绩，彪炳千秋，永垂史册。编纂中

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《新四军》卷，是为研究和编写新四军英

勇斗争的历史，提供翔实的资料，准确的依据。本卷反映的新四军为

国家独立、民族解放而浴血战斗、前仆后继、顽强拚搏的革命精神，必

将激励后人继承和发扬光荣传统，为振兴中华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

的强国而建功立业。本卷记述了新四军在敌强我弱、力量悬殊的条件
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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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，以己之长，击敌之短，终于从小到大、由弱变强、取得胜利的过程，

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军队，也将提供宝贵的历史经验。丛书

记载了全国各民族各阶层人民共赴国难和国共合作抗日的史实，也

记载了反对国民党顽固派在抗日营垒内部制造磨擦、分裂的斗争。历

史的经验告诉人们：国家的统一，民族的团结，是炎黄子孙的共同心

愿，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。 、

《新四军》卷的编纂工作’，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

导，在广泛搜集各方面史料的基础上，进行了严肃的考证、核实和研

究，比较鉴别以去伪存真，反复筛选以去粗取精，力求全面、准确、系

统、客观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。时限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，国共

两党谈判改编新四军起，到1945年新四军完成抗日战争的神圣任务

和保卫抗战胜利果实而进行的斗争止。从1946年到1947年1月新

四军番号撤销，这一时期的情况另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

的解放战争卷，在本卷中只作简要交代。，． ，o“

《新四军》卷共分七个部分：第一部分为《综述》，对新四军在抗日

战争中诞生和发展的全过程，以时为经，以事为纬，作客观、概括的叙

述。第二部分为《大事记》，以年表的形式，记载新四军的发展沿革、重

大活动和重要战役战斗m第三部分为《表册》，包括新四军各个时期的

组织序列表，历年的实力统计和战绩统计，重要战役战斗统计，团级

主官以上干部名册，团副参谋长、政治处副主任以上烈士名录。．以上

三个部分合为一册。第四部分为《文献》，汇集了关于新四军的重要历

史文献，其中多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的中共中央、中央军委、各有关

中央局和新四军的电报、文件。这一部分因篇幅较多，将分册印行。第

五部分为回忆史料，由百余名新四军老战士主要是当牟旅以上干部

分别撰写，分为两个分册。第六部分为《图片》，是新四军的作战形势

图，重要战役战斗要图和具有历史价值的照片。第七部分为参考资

灌固疆酒凋滔冯Ⅺ1l。；，：薯罩1■ll四镯囊浸髻霸缵瓣矮镳一



料，共分三个分册：第一分册编选了民主人士、海外侨胞、国际友人关 ，

于新四军的文电和记述；第二分册为国民党军政当局关于新四军的

文电和原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忆述文章；第三分册为日伪档案和报刊 。t

’

+“

，关于新四军的记述。 ．

～+
。《新四军》卷是在中央军委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 ．．

委员会的领导下，由全军8个单位合作编纂的。《综述》、《文献》由南

京军区负责编辑，《大事记》由沈阳军区负责编辑，《表册》由北京军区

缀 负责编辑，《回忆史料》由空军负责编辑，《图片》由总参谋部负责编
、1，^

雪 辑，《参考资料》第一和第三分册由广州军区负责编辑，《参考资料》第
舅 ，5二分册由国防科工委和陆军指挥学院负责编辑。8令单位都选调了编‘

辑人员，提供了物质保证，并对各自负责的部分作了初审。中央军委
。 历史资料丛书审查小组姜思毅、李曼村：李希庚、邵华泽、刘振杰、祝

。庭勋、沈宗洪、段浩然、阮家新、刘玉润审阅了《综述》。

． ，许多新四军老战士为《新四军》卷提供了珍贵史料和宝贵意见，

撰写了回忆文章。68位顾问，都是当年新四军的师、旅、团干部，曾对

’编纂工作的指导思想、原则、体例和书稿的主要部分，反复讨论，认真’ ，4

‘

审校。许多党史研究机构和档案馆，对编纂工作给予了指导和帮助。?·

。， 本卷得以顺利编成，是和他们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，在此致以深切的 ?’

感谢。 j
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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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抗日战争爆发，国共第二次合作，新四军诞生⋯··?⋯⋯⋯⋯⋯⋯⋯⋯々”(3)

(一)抗日战争爆发后的形势，南方红军游击队实行。，： !e‘‘『、'、，

⋯
战略任务转变一⋯r叫-⋯炉⋯．．，⋯⋯⋯．．．-”∥··j∽h⋯州⋯⋯“(3)

：‘，(二)新四军军部和各支队组成，完成改编集中任务。一：?⋯：⋯⋯⋯⋯(8)

(三)边集中，边作战，_边整训，为执行敌后抗日任务打下基础⋯一⋯(11)
‘’ (四)新四军驻各地办事处的土作和斗争⋯⋯·：⋯山⋯·’·i⋯⋯⋯¨·(16)

二、。挺进大江南北，广泛开展游击战，创建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o⋯h⋯·(1 9)

．、’一(一)开辟华中敌后战场，配合正面战场作战·。·：·；⋯⋯·‘⋯⋯’．．．．．‰”·(19)
一‘ 一(---)向东作战，向北发展，扩大敌后抗日阵地⋯一⋯⋯“一：‘⋯“⋯(24)

·、(三)进一步贯彻“发展华中’’的方针‘，建设抗日根据地⋯⋯⋯⋯⋯⋯(32-)
。1。

(四)新四军与八路军协同发展华中，开辟苏北⋯⋯⋯⋯·1：··：⋯⋯⋯·(38)

(五)开展统上战线工作，发展与壮大抗日队伍。一j：．．一．_o·‘一⋯⋯(44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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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抗战的重任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·，⋯(55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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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新四军·综述大事记表册 ， ，．· 1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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’

“扫荡"和“蚕食’’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74)

。。 (三)进行反“清乡"斗争，粉碎日伪军的伪化阴谋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85)

j ．， (四)积极参加抗日根据地建设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92)

：。 ’(五)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创立和发展⋯OQ0 000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96)

五、加强军政建设，实行局部反攻，恢复与扩大解放区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101)

’， (一)发动攻势作战，揭开局部反攻序幕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101)

(二)西进北上，发展河南敌后抗战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108)。

?(三)向东南、华南敌后发展，为全面反攻建立战略基地⋯⋯⋯⋯⋯’(114)

(四)坚持与巩固淮南、皖江抗日阵地⋯⋯⋯⋯⋯“⋯⋯⋯⋯⋯⋯·(120)。

，， (五)广泛开展政治攻势，争取和瓦解日伪军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122)

．(六)深入进行整风，加强党的建设⋯⋯⋯．．-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124)

(七)掀起大生产运动，发展军工、军需生产小⋯⋯v．．⋯⋯⋯⋯⋯⋯·(127)

。： ‘(八)开展拥政爱民运动，加强军政军民团结⋯⋯⋯⋯⋯⋯⋯·0 0。·(129)

(九)加紧整训部队、民兵，全面提高战斗力⋯⋯一‰⋯⋯⋯⋯⋯’⋯·(130)

六、举行全面反攻，夺取抗战最后胜利，保卫人民胜利果实⋯⋯⋯⋯⋯⋯(133)
一

一 (一)独立自主举行反攻作战，消灭拒降的日伪军⋯Ⅲ⋯⋯⋯⋯⋯(133)

，(---)扫清江北日伪军，巩固华中解放区⋯⋯m．．．．．．⋯⋯⋯⋯⋯⋯(139)

o’，(三)执行“向北发展，向南防御”战略部署，迎接新任务⋯⋯⋯⋯⋯(142)

结束语⋯⋯”!⋯．．．⋯⋯⋯”．·⋯“?⋯⋯⋯，⋯⋯“一”⋯⋯⋯⋯⋯⋯(15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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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一九三七年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159)‘

一九三八年⋯⋯⋯⋯⋯．．I．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“小⋯⋯⋯⋯⋯⋯(164)

一九三九年⋯⋯⋯⋯⋯·：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·(178)

一九四。年⋯⋯⋯⋯|．．．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．．．⋯⋯．．．⋯⋯”·e····e·e·oe e o ee(195)

·九四一年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一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00 0．·60(218)

1一九四二年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”：“⋯⋯⋯⋯一“．m⋯⋯⋯⋯⋯“⋯⋯”(239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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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九四三年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253)

一九四四年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269)

一九四五年⋯⋯⋯⋯⋯⋯⋯．．．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284)

一九四六年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．．．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305)

一九四七年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31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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